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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市星级餐馆女服务员被动吸烟对血脂的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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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"目的
!

探讨被动吸烟对女性血脂的影响%方法
!

收集某市星级餐馆
&*"

例女服务员就是否被动

吸烟分为
&

组!比较
&

组间血脂的差异%结果
!

被动吸烟组三酰甘油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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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显著

增加!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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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与不吸烟组比较!显著下降!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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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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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%结论
!

被

动吸烟是女性脂代谢指标紊乱的独立影响因素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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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动吸烟已成为危害身体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)

有研究表明#

;*(*e

!

"3(;e

的被动吸烟者皆为女

性'

!?&

(

)其中某些公共场所如网吧*火车站*餐馆被动

吸烟情况较为严重#且家中和工作场所被动吸烟与女

性冠心病的发生有关'

'

(

)年龄*高血压*糖尿病*血脂

异常*吸烟是冠心病发病的危险因素)近年来#越来

越多的研究表明#被动吸烟也是冠心病发病的危险因

素之一#其可能通过多种机制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

生与发展#而其中吸烟后发生的脂代谢紊乱可能起着

重要的作用)现就餐厅女服务员被动吸烟对血脂水

平的影响进行探讨#报道如下)

$

!

资料与方法

$($

!

一般资料
!

随机抽取永城市东城区的
!*

家星

级餐馆的女服务员
)**

例#经问卷调查#排除主动吸

烟*高血压病*糖尿病*冠心病*脑卒中*年龄大于
3*

岁)纳入
&*"

例为研究对象#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

关于被动吸烟的标准#将所有研究对象分为被动吸烟

组$

!'*

例&和不吸烟组$

+"

例&)被动吸烟的标准!不

接触香烟者#每周至少有
!>

暴露在环境烟草烟雾中

的时间超过
!3KAB

)环境烟草烟雾$

S$#

&!是指从主

动吸烟者口中发出的烟雾和烟头自燃时释放的烟雾

的混合物#分主流烟雾和支流烟雾
&

类)主流烟雾是

指吸烟者吸入口腔内的烟雾#支流烟雾即烟草点燃时未

被吸入而外流到周围环境中的烟雾)支流烟雾因为燃

烧不充分#所以含有害成分更多#且危害更加大)

$(/

!

方法
!

&

组研究对象参加标本采集前均需要平

衡饮食至少
&

周#空腹
!&I

后采静脉血
3K:

#采血后

立即送检#静置
'*KAB

后#

'***2

"

KAB

离心
&*KAB

#

且
&I

内完成血清分离)血脂中每个项目均在日立

+*E*

生化分析仪上进行检测)

$('

!

统计学处理
!

采用
#5##!*(*

统计软件进行数

据分析#计量资料以
Lf;

表示#组间比较使用
<

检验)
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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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)

/

!

结
!!

果

/($

!

&

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结果比较
!

&

组研究对

象的年龄*体质量指数$

N4O

&*血压等一般资料比较#

差异无统计学意义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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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#具有可比性)见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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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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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结果比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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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研究对象血脂水平结果比较
!

与不吸烟组

比较#被动吸烟组的三酰甘油$

$Y

&*低密度脂蛋白胆

固醇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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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*总胆固醇"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$

$P

"

:,:?P

&*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"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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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著下降#差异

有统计学意义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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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烟不仅为吸烟者带来危害#而且也会累及被动

吸烟者)许多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$

PW5,

&*肺

部恶性肿瘤*心绞痛等都与被动吸烟有关)目前已有

研究表明#被动吸烟对心血管系统的不利影响的程度

甚至近似于主动吸烟者$平均
"3e

!

E3e

&

'

)

(

)

在主流烟雾及支流烟雾中有至少十余种物质与

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发生*发展有关#而其中

最为重要的物质有尼古丁*一氧化碳$

PW

&*硫氰酸盐

等)而尼古丁是烟雾中的最主要成分之一#其有拟交

感神经的作用#引起儿茶酚胺物质的释放#儿茶酚胺

具有正性变时和变力作用#增加心肌的氧耗%且尼古

丁另一个不良作用是使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释放量

增加#同时抑制内皮细胞
'

!

转化生长因子的生成及内

皮增殖#其通过这些途径造成血管内皮细胞结构受损

和功能损伤#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始发因素#促进动脉

粥样硬化的发生及发展)有证据表明尼古丁也可影

响血脂代谢#可通过促进脂肪分解和游离脂肪酸的释

放#以及介导胰岛素抵抗#从而使血脂代谢紊乱#表现

为血
:,:?P

增高*

<,:?P

降低#促进动脉粥样硬化

的发生及发展)香烟烟雾中另一种主要成分是
PW

#

其与血红蛋白的亲和力极高#两者结合形成碳氧血红

蛋白#由于其携氧能力很差且能阻止血红蛋白中氧的

释放#致使氧合曲线发生右移#降低多种器官尤其是

需氧旺盛的器官$如心脏&的氧气供应#导致缺氧发

生)长时间
PW

暴露患者活动耐量明显下降#同时使

暴露者红细胞代偿性增多#增多的红细胞直接增加暴

露者的血黏度'

3?+

(

)

本研究结果表明#与不吸烟组比较#被动吸烟组

的
$Y

*

:,:?P

*

$P

"

:,:?P

*

:,:?P

"

<,:?P

显著增

加#

<,:?P

显著下降#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$

!

%

*(*3

&#提示被动吸烟组通过某些作用与血脂代谢异

常有关)有研究报道#被动吸烟对血脂代谢紊乱影响

的可能机制为烟雾中某些成分可增强肝酯酶活性#从

而使脂肪组织释放
$Y

及游离脂肪酸成分增多#游离

脂肪酸进入肝脏#刺激肝脏合成大量
$Y

%烟雾的某些

成分可导致胰岛素抵抗#降低脂蛋白酯酶活性#使
$Y

分解减少#这些均可使
$Y

水平明显增加)血脂水平

异常可通过损伤的血管内皮细胞及平滑肌细胞#进一

步形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#若斑块内炎性细胞及

脂质的水平明显增多#则形成不稳定型斑块)而动脉

粥样硬化的发生与
<,:?P

水平呈负相关关系#因此

低
<,:?P

也是冠心病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#被动吸

烟可使
<,:?P

水平下降)

<,:?P

具有多项功能!参

与胆固醇的逆向转运#抗脂质氧化#抗血小板聚集#黏

附分子的表达#影响细胞的增殖#保护内皮和促进血

管扩张#这些功能共同参与抗动脉粥样硬化的

机制'

"?E

(

)

综上所述#被动吸烟是女性脂代谢紊乱的独立影

响因素)因此如何通过降低烟草危害来保障和促进

公共健康#已经成为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)应提倡积

极控制主动吸烟#进而减少被动吸烟极为重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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